
2023年大学生读书感悟(通用5篇)
当我们备受启迪时，常常可以将它们写成一篇心得感悟，如
此就可以提升我们写作能力了。那么心得感悟怎么写才恰当
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优秀心得感悟范文，供大家参
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大学生读书感悟篇一

：

1、人如果没有良心，哪怕有天大的聪明也活不下去。

2、一个人需要的东西愈少，他的幸福就愈大,一个人的愿望
愈多，他的自由就愈少。

3、身体的痛苦尚能忍受，但精神的痛苦更加折磨人。

4、我开始意识到，生活和思考生活同样令人痛苦。

5、眼前的一切令我着迷，我干的活越来越少，不得不靠别人
施舍的面包糊口，但这种面包难以下咽。

6、我并不盼望他人的救济和从天而降的好运，我的意志反而
被锤炼得跟加刚毅；苦难的生活，使我越来越坚强，越来越
聪明。我很早就知道，人会在艰苦环境的斗争中成长起来。

7、用个恰当的比喻：他们干活就像孩子们热爱游戏一样，他
们那个幸福劲儿，看来除了和女人拥抱，再没什么事儿可以
和它媲美了。

8、我是不大明白大学生们在争辩什么，不过我倒以为真理已
经被他们汹涌的空话冲淡，就像穷人家菜汤里的油星一样很
少了。



9、瞧，她来了，轻盈，飘逸，像玫瑰色的彩云迎着旭日飘拂，
可是，从她的眼神里却流露出内心深处虚伪的情愫。

10、上帝从不对人们严加惩处，只有魔鬼才喜欢伤害无辜！

11、我明知道这是谎言，但还是信以为真！理智上我清楚明
白，情感上又总是不愿相信他在说谎！

12、法律应该是铁的，象铁锁那样。

13、她是一个异常沉静的女人，灰色的眼睛中蕴含着温顺而
倔强的精神，她就像是一匹精疲力竭的母马，明明知道生活
这辆车她已经无法驾驭了，仍然勉为其难地拼命向前拉。

14、我的想象力是由自身的经历和读过的书籍激发起来的。
我用不着怎么费力就能把日常的生活素材编成有趣的故事，
在这故事里面变化万端地穿插上那种“看不见的线”。

15、真理——你得顺着自己的心去选择自己的真理！看到山
沟对面的那群羊了吧，还有牧羊人和他的那条牧羊狗。那有
什么可看的呢？我们看到这些就能心满意足了吗？不能呐，
我亲爱的朋友。你凡事都想看到它的真实面目。那些坏人，
他们是真的存在！那么好人呢？他们去哪里了？那些好人还
在那里，等着被创造出来呢！

16、对少女来说，贞洁始终是她最宝贵的财富，但是对于你
只不过是一具枷锁罢了。公牛挺贞洁的，那是因为它吃饱了
没事干！

17、人民是智慧、美德和善良的化身，是包容一切高尚、正
直、伟大的开端的、近乎神圣的统一体。在这儿他们所说的
是作为统一体的人民，他们把自己看得比人民低贱得多、甘
愿服从人民的意志。而我觉得倒是他们这些人才体现了美妙
而伟大的思想，才集中地表现出了一种热望依照新的博爱精



神去自由建设生活的善良意志。

18、在他那陷入黑眼窝的目光里，闪烁着一种自命不凡的狂
人的傲气。有时一个矮小的驼背畸形人来找他，此人一只脚
往外撇，肿胀的鼻梁上戴着一副深度眼镜，头发花白，一张
阉割派教徒的黄脸上挂着狡狯的笑容。

19、我已经学会幻想，去经历非凡的冒险，创造伟大的业绩。

20、我早在很小的时候就懂得，人是在与周围环境的抗争中
成长起来的。

大学生读书感悟篇二

“《诗》云：“於戏！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
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以此没世不忘也。”

也就是“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君
子仰慕古贤圣人之德行，见贤思齐，见圣渴仰；而小人也乐
得借用先贤之名来以此获得自利。

在东方另一个国家印度文明传承也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通
过瑜伽这样结合、联通、合一和相应来表述。与内心心性合
一而明身乃心性之化身；与天上神灵合一，如阿凡达；与古
贤先圣合一而智慧似我。以至于佛教盛行而演绎到无比殊盛
而繁复，君子探求无限，小人用其无限。可见正信和迷信混
杂一起，难以清晰。

而儒家直探龙珠，直揭精辟，仅此一句，使真意灵魂大白与
世，简单平实，仁心直露，使人深省，言下大悟。

《大学》总在不断引用先人智慧说当下实际，没有半点拖泥
带水，也无修饰，更是中立直接，真实华族智慧之精要，深
读其乐无穷。也由此成全了《大学》的历史地位。



大学生读书感悟篇三

《我的大学》是文学巨匠高尔基所著的，这是高尔基上“社
会大学”时批评沙皇统治黑暗的一本最佳的书。 今天小编在
这分享一些我的大学读后感给大家，欢迎大家阅读!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大学梦，我原以为只要经过不懈的努力，
就能圆大学梦，然而，在读完高耳基的《我的大学》，我才
深深的明白，当时，上大学是多么的不易啊!

《我的大学》是高耳基自传体小说的第三部，小说记叙了饱
尝人间辛酸的阿廖沙，抱着进大学读书的理想来到喀山，不
久便参加了秘密的革命活动，可俄国的腐朽和个人的困境使
他自杀未遂而受伤，伤愈后，他带着新生的力量离开了喀山，
重新踏上了流浪的道路。

为了读书，高耳基在喀山做过杂货店的工人，做过流浪汉，
搬运工，面包工人。可他并没有因此放弃读书。

在大杂院的那段日子里，就常常看到警察们到这里来找东找
西，监视人们的行动。有那么一位老警察还盘问高尔基看过
哪些书。但对于青年的高尔基来说，那些所谓的禁止观看的
书却正是他的真正所求因为只有它们能真正让人民清醒，让
人民明智，让人民有打倒推翻沙俄的信心。

是啊!只有读书才能使生活更美好。

歌德说过：“读一本好书，就是在和高尚的人说话。”

读了《我的大学》这部文学后深有感触，这本书不仅让我了
解了主人公青年时代的生活及命运，还使我懂得了如何从容
镇静地去面对人生的危机与挑战。



这本书叙述了主人公抱着上大学的念头来到嘎山，但很快明
白穷人上大学是不可能的。他住在贫民窖里，为了生存，他
去当码头工人，又在面包坊中干活，这使他体会到受剥削压
迫的痛苦，除了痛苦的革命理论，他还劝说发动工人们与剥
削阶级做斗争。即使革命斗争的挫折令他有时悲观失望，但
是他经受了锻炼，革命思想逐渐形成。

这部书是1920xx年完成的，作者高尔基本人出身贫寒，有着
不幸的童年。他捡过破烂，当过学徒和杂工，经受了欺凌与
虐待。就是在这悲催而艰苦的生活中，高尔基仍如小草般茁
壮生长并绽放，我多么渴望像高尔基那样，做一课“野火烧
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小草!多么渴望他那样，在雨的洗礼中
纯洁清新!同高尔基相比，我真是羞愧万分，平时在学习中遇
到一点挫折我就难以面对，甚至半途而废。从现在起，我一
定要学习高尔基那种勤奋好学的精神，就将自己你塑造成一
位对社会大有贡献的人才。

主人公那种强烈的读书欲望，使我想到了家中一本本书，而
我却让它们闲着，难道是“书非借不读”?难道只有在逆境中
才能更好地成长?不，当我读完《我的大学》之后，才真正明白
“学习如逆水行舟，不进而退”的道理。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让我们吸取知识的精华，沐浴智
慧的洗礼。这部文学使我受益匪浅，铭刻在我的心中。

读者将自己在阅读时获得的资料或者心得体会记录下来的一
种文体。写读书笔记是训练阅读的好方法，在阅读时，人们
或摘录各种精彩词句、至理名言，或归纳书中的重点内容，
或表达对文章内容的感受体会，形式多样。它既是一种常用
的应用文，也是提高阅读和写作水平的一种好方法和好形式。
以下内容是《我的大学》读书笔记-读书笔记摘抄 ，供大家
参考!

《我的大学》这本书的作者是高尔基，它记载着高尔基在大



学中的生活。

不管在苦难和幸福面前他总是那么的执着。 高尔基总是把书
上一切最美好的东西，分享给他的玛亚戈。玛亚戈这个人物
对高尔基的影响很大。正是因为她，他更喜欢读书，他的胆
子越来越大，能与一切邪恶作斗争。最主要的是他热爱学习，
得到了许多人的尊敬。同时他也非常善良，乐于助人，在别
人有困难时，他会默默的帮助他。

读了这本书使我对高尔基大学生活的苦难，感到万分同情。
我从内心佩服高尔基，佩服他所拥有的坚定革命理想，敬佩
他人格与信念，特别是在他自己苦难的大学生活中，实在令
人赞叹不已。

大学生读书感悟篇四

《我的大学》不仅封面引人注目，《我的大学》里面的内容
也是我们应该去思考和反思借鉴的，是一本极具教育意义的
书。 今天小编在这分享一些我的大学读后感给大家，欢迎大
家阅读!

今年暑假，我读了一本书，叫做《我的大学》，这本书是高
尔基的自传体小说三部曲之一。

作品叙述了少年的“我”怀着上大学的愿望来到喀山，梦想
破灭以后，不得不为生存而四处奔波，住在“大杂院”，买
苦力，与穷人和大学生交朋友。他进入了一所天地广阔
的“社会大学”，在那里学到了在有围墙的大学里学不到的
知识，经过痛苦的思想探索，终于成为一个革命知识分子。

我今天生活在这么幸福的时代，国家给我们这么好的学习环
境，我们一定要努力学习，长大要做一个对社会有所贡献的



人。

前几个星期，我看了一本书，题目叫我的大学。这本书是苏
联作家，高尔基写的作品。让我来介绍这我的大学本书吧。

长篇小说《我的大学》是高尔基自传体的最后一部，小说叙
述十六岁的主人公满怀着上大学的愿望，告别了年迈的外祖
母，从下诺夫哥罗德来到了伏尔加河岸的喀山市。到了喀山，
主人公就清楚的看到，严酷的现实生活使他上大学的美好愿
望顿时化为泡影，因为他必须直面人生，必须首先为生存而
受雇去干活。于是喀山的贫民窟、穷街陋巷和轮船码头变成
了他踏上人生之路的头一所社会大学。

读了我的大学本书，让我知道了那是的贫穷的生活。

《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这本书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作者的
悲惨人生让我有很大的感受。

小时候的阿廖沙在外祖父家度过苦难的童年，少年又经过自
谋生路的坎坷经历。可刚步入青年时代的阿廖沙怀着上大学
的愿望来到喀山，学到了大学所学不到的知识，经过痛苦的
思想探索，终于成长为一个革命知识分子。

作者的童年和我们现在相比，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生活多么
幸福，比作者的生活要好百倍，所以我们更要认真学习各种
各样的知识，做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长大后，好报答
妈妈对我的养育之恩，好报答祖国，为祖国做出奉献，让我
们中国立于世界之林。

昨天，姑姑给我带来了一本书——《童年·在人间·我的大
学》，因为没事做，我便拿出来细细的品读。

《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是前苏联作家高尔基着名的三
部曲自传体小说。作者通过对自己童年、少年、青年时代生



活和命运的描写，展现了俄国十月革命前一位进步青年的成
长经历。

小主人公阿廖沙(高尔基的小名)在父亲去世后，阿廖沙跟随
外祖母和母亲来到外祖父家的这段时间，他得到了外祖母的
疼爱、呵护，受到外祖母所讲优美故事的熏陶;亲眼目睹了两
个舅舅为争夺家产争吵打架以及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自
私、贪婪;还和他所接触到的“第一个优秀人士”——“好事
情”交上了朋友，但“好事情”却因为自己的特立独行而备
受众人排挤。

这种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善与恶、爱与恨在阿廖沙的心灵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他在这种“令人窒息、充满可怕”的狭小天
地里度过了童年时光。

在他十一岁的时候，母亲不幸去世，外祖父也家道中落。便
走向社会，独立谋生。他先后在鞋店、圣像作坊当过学徒，
也在绘图师家、轮船上当过杂工，饱尝人世间的痛苦。在轮
船上当洗碗工时，阿廖沙结识了正直的厨师斯穆雷，并在他
的帮助下开始读书。此后，在裁缝妻子、“玛尔戈王后”的
帮助下，他在书籍的海洋越游越畅。书籍开拓了他的眼界，
激发了他对正义和真理追求的决心，五年后，他怀着进大学
的希望去了喀山。

十六岁那年，阿廖沙怀着进大学的希望去了喀山。但现实并
不像他想象的那样，以他的条件要上大学只是个梦想，希望
破灭后，他不得不为生存而奔波：住“贫民窟”、卖苦力、
同流浪汉接触、在面包店工作……在和古里·普列特尼奥夫、
杰连科夫以及“霍霍尔”这样的大学生和进步人士的交往中，
他投身进了一所广阔的社会大学。阿廖沙在这所大学里，经
历了精神发展的复杂道路，经受住多方面的生活考验，对人
生的的意义、世界的复杂性进行了最初的探索。



大学生读书感悟篇五

在读的过程中，很多次面对“围城”这两个字时，想用两个
更明快的词进行诠释，偶尔看到孙琮先生曾通过联系钱钟书
先生的一生的遭遇用“困境”二字作“围城”的解释。我仔
细品味觉得很有道理。因为当你进入围城之后，你就似乎陷
入了困境，一切完全不在你的意识支配之中。

《围城》写的是一群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留洋回国的男女学生，
在婚恋的围城里冲进去又逃出来，逃出来又冲进去。但是，
他们在复杂的婚恋角逐中，却又陷入了命运浮沉的人生的围
城中，不得不在生活职业的角逐中勾心斗角，在半封建半殖
民地的“社会大围城”的禁锢中展开了一场又一场慑人心魄
的心灵的角逐。从而更深地陷入了“灵魂跌宕”的精神的围
城。这重重叠叠的围城编织成一种超越时空的现实。 这些男
女学生中最为典型的奔波于围城内外的应是男主人公方鸿渐。
他是一个并不高大也不渺小的普通的读书人。他不同于其他
小说中的主人公，要么善良要么丑恶，他的性格充满了矛盾。
他作为青年知识分子，主要的生活是在学校度过的，由于涉
世未深，他的性格中又有正直的乃至天真的一面。他对李梅
亭的嫌恶，对韩学愈的怀疑，他和赵辛楣在谈话中显露出来
的真知灼见，都表现出他正直的一面。但在另一方面，在学
习中获得的知识在他的虚荣心的推动下，也萌发出他性格中
虚假的一面，面对别人对自己这个假博士的吹捧，他感
觉“身心庞然膨胀，人格伟大了好些”。他对待鲍小姐采取
玩世不恭的态度，“他们的交情像热带植物一样飞快的生
长”。

但从另一方面看，他对爱情又采取非常认真的态度。他对唐
小姐的追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方鸿渐的性格中很自然的
有知识分子常有的那种清高和孤傲，但也有自卑懦弱的一面。
在和孙柔嘉闹矛盾后，知道李妈已打电话去叫柔嘉的姑姑来，
便决定离家。柔嘉见丈夫这样退却，嘶声说：“你是
个coward(胆小鬼)。”这样一个性格复杂矛盾的人也尝透了



处于围城状态的滋味：不断地追求走出生活的空虚，追求变
为现实之后随之而来的不满足和厌烦，又出现了新的更大的
空虚。他因为未婚妻的死而从包办婚姻中逃出来被送往欧洲
留学。但他却荒废了学业，以至于最后不得不从爱尔兰人手
上弄了个假文凭回国，之后他陷入了爱情和事业的双重围城
中。在这座围城中挣扎的他最终选择了平实的婚姻和事业，
然而最终又再次陷入困境，这次他未能逃出来，变得一无所
有。

看完之后，轻轻地把书合上一个人坐在偌大的静寂的图书馆
里深思。其实这座围城和围城中的人们的心态，不只属于方
鸿渐和他的同时代的人，它属于生活在现代文明中的每一个
人当然也包括现在的我们。一直以来我们都在奋斗，渴望进
一所重点中学，渴望考上名牌大学，渴望找一份薪水高的工
作，渴望拥有幸福的家庭。每一次进入所期待的目标时，又
仿佛陷入了新的困境，充满空虚，又向更高挑战，希望逃出
过去的一切。周而复始我们筋疲力尽。但我在看完《围城》
之后告诫自己决不能像方鸿渐那样被困在围城之中，应该像
更多的一生不断的奔波于围城内外的人一样，尽管城墙上满
是荆棘，也决不退缩，正如路遥《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
一样虽也奔波于一个个围城内外，但最终恪守自己的信念，
寻找到一个朴实的归宿。


